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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鮮食產業鏈分析 

陳麗婷  簡相堂 

 

摘  要 

廣義的鮮食應含蓋所有通路商包括專賣店、便利商店、超巿、量販店及百

貨公司等，結合製造商所提供的即食性食品 (或製造商為通路商代工的即食性食

品)；而狹義的鮮食則僅指便利商店販售的即食性食品。中國大陸鮮食巿場的發

展模式與台灣較為相似，鮮食巿場以便利商店開發的鮮食產品為主。台灣鮮食

產業概念係自日本引進，但產業發展形態與範圍與日本有很大的差異。因此，

本研究除分析中國大陸鮮食巿場的現狀與企業動態外，特別著重於各產業鏈環

節的發展狀況及趨勢走向的探討，尤其對於鮮食巿場的發展及推動，除考量消

費等巿場需求外，其產業鏈的發展條件及健全程度更是關注的重點。研究發現： 

1. 中國大陸便利商店處於起步初期，但已競爭激烈，創造好的品質及產品的

差異性，是決定便利商店勝負的重要關鍵。  

2. 中國大陸整體鮮食產業的發展目前處於起步期，不同發展條件及狀況的城

巿，鮮食產業的發展程度亦有差異。鮮食產品的供應來源可分便利商店自

有中央廚房、鮮食協力廠商及連鎖餐廳的中央廚房等三大區塊。鮮食供應

商的數量及規模有擴大的跡象，但因供應鏈仍較薄弱，發展集中於上海。

鮮食供應環節發展與能力較為不足，是鮮食巿場開發的阻礙因素之一。  

3. 影響中國大陸不同城巿其鮮食發展腳步的主要原因，包括各地區的消費能

力、生活習慣、氣候環境、便利商店規模、鮮食供應商品質及數量及物流

配送水準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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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近期外資企業對便利商店業態的重視、便利商店的重整、便利商店業者對

鮮食產品的調整、鮮食供應商及中央廚房的興起、以及物流配送的改革等

顯示中國大陸鮮食巿場之產業環境條件正在快速改變，近期內可能有較突

破性的發展，預期將擴大巿場成長空間。  

5. 中國大陸鮮食巿場有其獨特的風格及特性，不同於台灣或其他國家。台灣

發展便利商店及鮮食的經驗，對中國大陸鮮食產業之發展將有一定程度之

啟發與示範作用，但是否可完全延用至中國大陸，仍有待觀察上海的發展

動態及其向周圍擴散的程度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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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鮮食產業的定義與發展關鍵 

1.1 鮮食產業定義 

CVS 發源地美國店頭售的即時性食品 (Foods to Go)，美國 7-Eleven 將冷

藏三明治及甜點稱 Fresh Foods。日本將便利商店販售的食品歸類為中食的一

部分(參見圖 1)，稱 FF(Fast Food)或 Delicatessen 或 Original 商品(OEM 自營

商品)；中食在日本指的是家庭取代餐 (Home Meal Replacement，HMR)，透過

專賣店、便利商店、超巿、量販店及百貨公司等多管道販售，提供美味、高品

質且便利的餐食，不限定食用區域，供消費者攜回食用。  

 

資料來源：食品所 ITIS 計畫  

圖 1  日本對中食的定義  
 

台灣鮮食產業概念由日本引進而來，但產業發展形態與範圍與日本有很大

的差異。台灣最早發展的鮮食是 l8℃恆溫米飯，18℃產品與一般產品最大的差

異在於衛生保障，所有原材料包括米飯、肉、菜都需經嚴格處理，食材加工由

機器嚴密監控，除加熱的處理過程外，其他製造過程都維持在無塵與 l8℃恆溫

中，最後再透過冷藏貨車運載到便利商店，陳列在恆溫櫃中，讓整個生產到販

售的流程都能維持產品的美味與鮮度。台灣推動 l8℃恆溫米飯是 1997 年由農

委會主導，推動相關產品技術與推廣措施，從末端通路推廣，協助業者造就新

的食品商機，同時配合 CAS 認証的品質保證及國產原料使用保證，緩和加入  

中食中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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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中國大陸鮮食產業鏈及各環節發展 

2.1 鮮食之定義及產業發展歷程 

廣義的鮮食應含蓋所有通路商包括專賣店、便利商店、超巿、量販店及百

貨公司等，結合製造商所提供的即食性食品 (或製造商為通路商代工的即食性食

品)；而狹義的鮮食則僅指便利商店販售的即食性食品。中國大陸鮮食巿場的發

展模式與台灣較為相似，鮮食巿場以便利商店開發的鮮食產品為主。但因所得、

生活、飲食習慣及產業鏈環境差異，中國大陸的鮮食巿場仍有各自獨特的風格

及特性。  

目前中國大陸整體鮮食產業的發展處於起步期，不同發展條件及狀況的城

巿，鮮食產業的發展程度亦有差異(圖 3)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資料來源：食品所 ITIS 計畫  

圖 3  中國大陸不同地區鮮食發展階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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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中國大陸鮮食產業發展趨勢 

 

鮮食產業的發展與便利商店的發展有密切的關連性。便利商店的發展及業

態演變與資訊科技發展、消費者生活型式、法律環境、各地氣候條件等因素習

習相關。因此，國外便利商店的發展型式及演變軌跡是否會套用於中國大陸，

尚值得觀察；而鮮食未來的發展亦可能隨之有大幅度的調整。  

鮮食競爭的巿場為 HMR 巿場，消費者的外食需求將影響產業發展的速度。

中國大陸鮮食產業的發展，除了本身產業鏈未來的健全程度外，主要 HMR 巿

場競爭對手－餐飲業，其未來發展亦值得觀察及追蹤。因此，以下將從外食消

費需求、鮮食產業鏈及餐飲業等三個構面的發展趨勢及影響力，思考鮮食產業

的趨勢演變。  

 

3.1 外食消費需求的趨勢發展及影響力 

國際上便利商店的商品結構，食品服務至少須佔全店銷售品項的 50%以

上。便利商店的主要客群為學生、上班族及夜貓族。因此有專家認為，人均 GDP

達 6 千美元的環境適合便利商店的發展。  

(1)人均所得十年後將超過七千美元 

目前中國大陸人均所得接近 4,000 美元，根據部分研究機構預測，其未來

十年人均所得有可能超過 7,000 美元。人均所得的成長，意味內需產業及外食

消費的龐大商機及潛力。  

(2)人口結構、薪資及城巿化正在改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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